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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红土地 赤子情》
作者： 夏明   （下）

高级教师、主任医师、
高 级 工 程 师 、 、 研 究
员、高级经济师、高级
会计师，也有省、市机
关领导干部，省、市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移
居港澳地区和国外的，
不少人也有一定事业基
础，在为当地经济建设
服务的同时，也成了我
国与世界和港澳台经济
文 化 交 流 、 合 作 的 桥
梁……”

原云南省侨办尹源
举在《我的点滴回忆》
中写道：“……接到中
侨委的通知，批准了351
名归侨学生来滇……归
侨学生顺利到达昆明，
通过几天的学习后，由
省农垦局把他们分配到
西双版纳、德宏、红河
等地的11个国营农场从
事多种农业生产劳动。
在 【 大 跃 进 】 的 热 潮
中，他们不怕苦、不怕
累，披星戴月，以冲天
的干劲为农场的生产建
设作出积极的贡献，深
受 广 大 干 部 职 工 的 赞
扬。……考入各高等学
校的学生经过几年的刻
苦攻读，毕业时按其所
学专业由国家统一分配
到 省 内 外 有 关 单 位 工
作。他们大多数在工作
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
任 怨 ， 在 文 教 卫 生 、

财贸系统、党政机关各
条战线上都不同程度的
作出了贡献，许多人还
得到提拔重用，不少人
受到上级表扬。但由于
【海外关系】，许多人
在【文革】中也受到不
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后，随着党的侨务政策
的落实，他们中的冤假
错案才得到纠正。……
他们继承和发扬华侨爱
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在
归国华侨中树立了光辉
的榜样，他们的事迹和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颂
扬。”

海 南 梁 森 镇 在 《
漫 漫 南 下 赴 滇 路 》 中
写道：“……我们不仅
是自愿支边，而且是自
费去的。当时，我就卖
掉一辆崭新的来莉牌单
车作路费。到农场后，
有些同学得知场里有困
难，好几个月不肯领工
资 ， 经 过 解 释 说 服 后
才 去 领 的 。 可 见 我 们
当 时 的 觉 悟 是 何 等 之
高 ， 精 神 是 何 等 的 可
贵！……”

原 云 南 省 农 垦
总 局 侨 联 许 卫 华 在 《
侨 生 支 边 侧 记 》 中 写
道 ： “ … … 1 9 5 8 年 夏
天，边疆那些有安置北
京 华 侨 补 校 归 侨 学 生

任 务 的 农 场 ， 像 过 年
一样张灯结彩，以极大
的热情欢迎了这批学生
的到来。然而，那时的
农垦农场大都建在人烟
稀 少 ， 偏 僻 荒 凉 的 地
方，交通不方便，没有
自来水，没有电灯，甚
至有的生产队还不通公
路，生产和生活上困难
很多，住的是茅草房，
睡的是竹子床，许多设
施十分简陋。而且食油
和肉类、蔬菜短缺。劳
动条件也很差，每个新
职工发一把大砍刀、一
把锄头、一件雨衣和一
双 防 蚂 蝗 的 长 筒 布 袜
子。劳动工地是莽莽原
始森林或次山林，荆棘
丛生，杂树交错，蚊虫
成群，蚂蝗遍地，而且
常有豺狼虎豹、野猪猴
子出没。边境一带还时
有残匪侵扰。归侨学生
们面对如此环境，以极
大的毅力，坚定不移地
在劳动中锻炼自己，不
怕苦、不怕累，开荒斩
壩，深翻改土，种植橡
胶……他们除了在劳动
中和工作上表现得十分
出色外，，对活跃农场
的文化、娱乐方面也作
出了突出贡献。他们能
歌善舞，乐器也玩得很
棒。如曼增农场，以归
侨学生为骨干，组织了

文娱组、花灯组、诗歌
创作组，经常举办文娱
晚会，先后演出过他们
创作的《我们战斗在边
疆 》 、 《 垦 植 者 的 赞
歌》、《劳动在第二故
乡》等歌曲，跳自编舞
蹈 。 他 们 还 被 邀 请 到
西 双 版 纳 州 委 机 关 演
出 ， 赢 得 了 观 众 的 赞
赏……”

此外还有二十几篇
回忆诗文，篇篇丰富多
彩。

在 《 夕 辉 溢 彩 》
篇刊印了75张近年来校
友相逢、聚会的彩色照
片，呈现赴滇支边的老
战友们重游故地的欢乐
情怀。

重读这本《红土地 
赤子情》，让我感动，
我敬佩上世纪五十年代
初那一辈归侨学长的勇
敢、勇气和高尚的爱国
情操。由此使我想起当
年许多在雅加达巴中、
华中毕业的学长到西加
山口洋南中支教的老师
们，同样，我们许多南
中毕业的同学们也自觉
自愿的到西加的偏远农
村学校支教，这种优良
的风气、爱国的情怀是
华人华侨一以贯之的传
统，是值得颂扬的。再
联想后来我国大批知识
青年下乡锻炼、支农支
边、修理地球也改造世
界观的壮举，也是一以
贯之的。近年来，我国
大批青年才俊到偏远山
区去支教、去当驻村第
一书记助力扶贫，已经
成为一种时尚的时代楷
模。这种先进帮后进，
自觉自愿到艰苦的地方
去开天辟地的精神，已
经深入到中华儿女的骨
髓中，已经成为一种信
仰、一种追求、一种崇
高的精神境界！正如习
近平所说：“信仰、信

念、信心，任何时候都
至 关 重 要 。 小 到 一 个
人、一个集体，大到一
个政党、一个民族、一
个 国 家 ， ， 只 要 有 信
仰、信念、信心，就会
愈挫愈奋、愈战愈勇，
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
打自垮。”

纵 看 从 上 个 世 纪
五十年代至今，华侨、
华人先辈的奋斗历程，
正是“一个时代有一个
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新长征
路上，每一个中国人都
是 主 角 、 都 有 一 份 责
任 。 ” （ 习 近 平 语 ）
。”只有奋斗的人生才
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奋
斗 是 艰 辛 的 ， 艰 难 困
苦、玉汝于成，没有艰
辛就不是真正的奋斗，
我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
中 净 化 灵 魂 、 磨 砺 意
志、坚定信念。奋斗是
长期的，前人栽树，后
人乘凉，伟大事业需要
几代人、十几代人、几
十 代 人 持 续 奋 斗 。 奋
斗是曲折的，【为有牺
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
新天】，要奋斗就会有
牺牲，我们要始终发扬
大无畏精神和无私奉献
精神。奋斗者是精神最
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
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
人。正如马克思所讲：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
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
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
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
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
的人。“（习近平《在
二0一八年春节团拜会上
的讲话》）。

重读《红土地 赤子
情》，获益良多，愿与
读者诸君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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